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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东省的高等教育

也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并于 2002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广东省高等

教育的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高等教育人才供给

的层次、类型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国际高

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高等教育也迈开国际化的步伐。广东省所具有的改

革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优势，为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

便利条件。广东省高等教育选择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已成为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

展趋势，发挥区域优势，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本研究通过考

察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的背景，分

析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有实践，设计符合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阶段性

发展目标，提出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可以通过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实

现：（1）确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使命与目标；（2）探索教育资源的国际化

（3）推动教育资源的双向流动；（4）形成稳定的国际化互动机制。从 初的理

念转变、目标建立和初步交流开始，到达 后阶段全面丰富和长期相互的国际合

作交流，每个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相应层次上的操作形式，并在辅之以政策规

范、组织机构、资金投入、评价机制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形成广东省高等教育

在较高水平上的、运行稳定的、符合区域发展要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互动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  路径  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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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economy in Guangdong got great achievement 

and meanwhile the higher education (HE) also keeps developing all the time which 

have enter into the period of Popularization of HE in 2002. But there is a great gap 

between the level of HE and social economy, especially on the aspect of the level and 

construction of talents supplement is not mat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E become one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HE gradually, HE in China has also join in this trend. Besides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which form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offers good 

development condit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E has 

become a certain choice of Guangdong which can comply the trend, make the most 

advantage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atisfy the need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study tends to analyze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HE in Guangdong 

by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s, economy,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design 

four stepwise stage targets which are according with the reality of HE in Guangdong. 

The four targets can be achieved by four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establishing the 

mission and objective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E. The second is research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E resource. The third is promoting the bidirectional flow of 

education resource.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s forming a steady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our steps begin with changing logos, 

establishing object and communication primarily, and forming a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Furthermore, every 

stage has relevant operating method, policy, organiza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targets. And the supreme objection is forming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HE which can runs steadily and keep on a high 

level.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E;  method;  practice of Guangdo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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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国际间高等教育领

域交流合作的增加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我国高等院校在顶层制度设计，学校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的推动下也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化的实践探索，如师生校际

流动，学术项目合作，国际学术会议及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但是，与国外

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相比，仍显滞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程度与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仍然不协调，尤其是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矛盾尤为尖锐。改革开放以

来，广东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快的省份。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 2002

年起，广东省 GDP 增速就超过 10%，2008 年全省生产总值占全国 GDP 总量的

11.87%；另外，广东省也是我国吸引外资 多的省份，仅 2008 年其实际利用外

资率就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超过半数的全球五百强企业在广东有投资。根据《广

东省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一五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国内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外资

大企业纷纷进入我国，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挤压国内高技术企业的发展空间，广

东省高技术产业被“边缘化”的风险加剧，进一步发展将面临知识产权、技术标

准、高层次人才、风险资本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另外，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

新态势给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竞争与压力。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环渤

海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速，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层次不断提升，区域优势

日益彰显，对人才与资金的吸引力不断加大，使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着新

的压力和挑战。同时，广东省有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广东省泛珠三角

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粤港澳经济与科技合作不断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伸，广东省可以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抓住国际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区域内进行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加

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广东省产业结构顺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要求出现了新的调整趋势，对科技、人才的层次、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

的人才供给结构已经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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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东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升级，高技能、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但是，从目前广东省乃至国内高层次人才的供

给现状来看，仍难以满足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的需求。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智力开发研究所以各省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人均 GDP、每十万人口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高校从事研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在全国排名为依据，比

较 31 个省市的高等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高教规模与人力资源开发、高校科技

人力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的经济支撑能力居全国首

位，但高等教育规模与高校科技人力均落后于区域经济发展，被评为经济增长速

度 快、经济势头 好、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典型省份。从现实发展来看，

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2009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在校生

约 140 万，同处于发展前列的江苏省、山东省高等教育在校生分别达到 165.34

万、159.3 万，广东省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处于落后状态。从现实发展来看，珠

三角地区仅有 985 院校 1 所，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及京津地区，属于高层次人才的

输入地区。鉴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短缺

更为严重。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不协调的发展特征。 

但是，广东省高等教育面临改革、发展、转型的机遇，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

服务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广东省经济结构调整的可行性路径。广东省高等教

育的改革应该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为主旨，遵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做出必要

的调整。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出台为广东省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发展的机遇，高等

教育发展的重点也集中于高层次，国际标准的人才培养上。《广东省教育发展十

一五规划》十一五期间广东省应积极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国外、境外

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学校与国外、境外学校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合

作，并着力推进粤港澳台教育交流与合作。2008 年 12 月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提出珠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新的思

维和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举办高等

教育机构，放宽与境外机构合作办学权限，鼓励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的

智力引进和人才培养合作，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支持力

度，到 2020 年，重点引进 3-5 所国外知名大学到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合作

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建成 1-2 所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高水平大学。2009 年 11

月 18 日《广东省十二五规划编制方案》中强调要强化粤港澳合作，充分借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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